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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香港「小學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評估研究  

報告摘要 1 

 

本報告所載就「小學以英語為母語的英教師計劃」（以下簡稱「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

劃」）進行的評估研究，採用了順序混合法，即先邀請主要持份者參與網上問卷調查，

繼而進行個案研究。評估研究旨在就學校以英語學習的環境、本地教師與外籍英語教

師的教學方法，以及在課堂運用英語的情況，探討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對小學生學習英

語的影響。是項研究除收集有關持份者背景和活動的資料外，還邀請持份者就外籍英

語教師在工作調配、聘用和融合方面的成效，以及相關的學校支援和外籍英語教師與

本地教師的協作，發表意見。此外，對於諮詢教師及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所提供的

支援、二零零七年評估研究（Griffin,  Woods, Storey, et  al . ,  2007）主要建議的實施進

度，以及「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可如何優化等問題，持份者亦獲邀提出意見。  

 

研究小組透過文獻研究，比較香港「外籍教師計劃」與區內（包括日本、南韓及台灣）

幾個類似計劃的實施情況，指出只有香港進行外部評估並發表相關報告，而香港「外

籍教師計劃」在專業發展和課程發展方面亦有較完善的支援制度。  

 

問卷調查經設計後，先進行了試答程序並加以改良，才上載供參與學校填寫。至於個

案研究的訪談程序及實地觀察時間表，亦在擬定後先試行和進行調適，才落實採用。  

 

參與問卷調查者超過 13 000 人，當中有學生、家長、本地教師、外籍英語教師、校長

及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人員。為更深入了解「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的運作情況，

研究小組共進行了 40 次訪談，包括 32 次分別與 8 所個案學校的本地教師、外籍英師

教師、英文科科主任和校長的訪談，及 8 次與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人員的訪談，並

進行了 24 次實地觀察，務求了解學校的英語學習環境，以及共同備課會議及協作教學

課堂的情況。  

 

是項研究採用多段取樣法，從 104 所同意參與研究的學校當中抽取具代表性的樣本。

有 79 所學校完成了問卷調查，佔二零一四 /一五學年參加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小學總數

的 16.9% 。  

 

就網上問卷調查的回應進行統計分析後，共得出 18 項結果，而這些結果顯示，對於「小

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如何影響學生學習英語、學校的英語學習環境以至英語教師的

教學方法，持份者觀感普遍正面。從調查結果可見，持份者大多支持「小學外籍英語

教師計劃」。  

 

主要的問卷調查結果包括：  

  持份者大多認為「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有助學生學習英語（問卷調查結果 1）。  

  大部分學生對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地英語教師協作教學有正面評價（問卷調查結果

3）。  

  持份者大多認為「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有助強化學校英語學習的環境（問卷

調查結果 4）。  

  持份者認為外籍英語教師有助擴展本地英語教師的教學方法（問卷調查結果 7）。  

  持份者大多認為「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的專業發展活動能加強本地英語教師

的教學方法（問卷調查結果 9）。  

  持份者大多支持「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並樂見在資源許可情況下增聘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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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17）。  

 

研究小組分析問卷調查的回應（尤其是開放式問題的回應）後，選出了 8 所學校作進

一步個案研究。雖然問卷調查的量化分析顯示持份者大多對「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有正面評價，但亦有主要持份者（即外籍英語教師、本地英語教師及校長）對計劃仍

有疑問及 /或存有強烈分歧。在個案研究中，有相當比例的學校（從分歧意見可知）在

推行計劃時似乎「感到困難」，  但亦有學校對推行計劃「表現卓越」。因應此情況，

研究人員進行了三角驗證，把量化數據的詮釋與質化數據的結果互相驗證，包括問卷

調查中對開放式問題的回應、 8 個個案研究，以及與外籍英語教師組人員的訪談。總

的來說，這些數據印證了問卷調查所得結果，即「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的整體評

價正面，但亦揭示了若干歧見，當中帶出的問題若能解決，應有助提高計劃成效。  

 

在 40 次訪談及聚焦小組活動中，有 37 次保存了數碼及文字記錄；至於其餘三次訪談，

由於參加者不希望過程被記錄下來，因此只能以筆記形式詳加記錄。該 40 份訪談記錄

/筆記及 24 份實地觀察報告，已由至少兩位研究小組的成員進行質化分析及對比，並

輔以文字探勘，最終額外得出 40 項結果。這些結果大體上與問卷調查所得一致，即對

「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的評價是正面的。  

 

根據持份者的意見，「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包括外籍英語教師在教學上的參與、

教學諮詢小組的工作和各個協作支援項目）有助改善學生的英語能力；持份者認為這

點見於學生的英語技巧顯著進步、會話能力有所提高、信心增強，以及發音更為準確。

持份者表示，推行「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後，在課堂上有更多機會運用英語，學

生的學習動機亦得到激發。  

 

主要的個案研究結果包括：  

  持份者提供間接證據證明，生動兼有趣的學習活動可推動學生學習，從而改善學

生的英語會話能力（個案研究結果 1）。  

  學校着重協作教學及外籍英語教師在教學上的參與，能推動學生學習英語，並增

加學生在課堂運用英語的機會（個案研究結果 3）。  

  參加者提到外籍英語教師可發揮作用，促進校內的英語學習環境，當中包括加強

文化認知、採用與英語相關的材料布置課室、主理英語室、舉辦全校參與的活動、

學校集會和英語同樂日，以及提供更多機會讓教師和學生說英語（個案研究結果

8）。  

  數名參加者提及「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為學校提供的學與教資源資源。除參

與「小學識字計劃—閱讀與寫作」和「發展多元文本」計劃的學校外，諮詢教師亦

可在提供一般校本支援時，定期為沒有參與計劃的學校提供資源和教學意念。學

校人員亦提及外籍英語教師如何物色合用的額外資源，並對此給予高度評價（個

案研究結果 10）。  

  受訪者普遍認同「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有助增加在課堂運用英語的機會，促

進本地英語教師使用多元教學方法，並提高他們的英語會話能力（個案研究結果

14 及 15）。  

  所有參加者均認同教師（包括外籍英語教師和本地英語教師）持開放態度及願意

互相學習，對彼此協作至關重要，亦是「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的基石（個案研

究結果 20及 23）。  

  普遍意見認為恆常地在協作教學前舉行共同備課會議，是促進外籍英語教師與本

地英語教師協作的重要因素。就沒有參與計劃的學校（未有參與「小學識字計劃

—閱讀與寫作」等計劃的學校）而言，無法進行有效協作，往往歸因於未能撥出時

間共同備課（個案研究結果 24 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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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英語教師的經驗和資歷相當重要，並視為會影響資深本地英語教師與經驗較

淺的外籍英語教師之間的協作性質，亦會影響諮詢教師在支援外籍英語教師方面

的職能（個案研究結果 29）。  

  影響校內協作成效的另一項因素，是外籍英語教師在多大程度上被接納為團隊成

員（個案研究結果 30）。  

  校長的支援是協作能否成功的關鍵（個案研究結果 31 ）。  

  幾乎所有本地英語教師、英文科科主任和校長均認為，每所學校只有一名外籍英

語教師並不足夠（個案研究結果 36）。  

 

是次評估研究的整體結果反映， 此計劃已成功達到目標，為小學的英語教學帶來正面

影響。持份者均同意，此計劃能改善學生的整體英語能力、讀寫能力、口語流暢度及

準確度，亦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及學習動力，有助促進學生學習英語。有證據顯示，諮

詢教師在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方面作出示範及支援，豐富了本地教師的教學方法，亦

促使他們在課堂內運用更多英語。校長的支援，以及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地教師樂意及

坦誠地合作，亦有助有效調配外籍英語教師的工作、發揮其作用，並幫助他們融入校

園。研究結果顯示，各校按照二零零七年評估研究報告的主要建議持續取得進展，而

且大多外籍英語教師均有出席英文科會議，並於會上匯報工作事宜，教師間的協作有

所加強，師生於課堂上及教師之間於校內亦更多運用英語。  

 

根據上述結果，現提出以下九項建議：  

 

1.  繼續致力在小學教師之間，建立同儕互助和互相學習的專業文化，讓外籍英語教

師和本地英語教師均成為並被視為教學團隊的一份子。  

2.  檢視現行招聘外籍英語教師的機制，確保通過「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聘用的

教師具備所需資歷和經驗，以勝任有關的崗位和工作。  

3.  繼續探討方法，加強支援有較多班數的公營小學推展英國語文教育。  

4.  繼續加強宣傳工作，藉此啟發現職教師，同時吸引合資格及有經驗的外籍英語教

師加入計劃，並藉著推廣計劃的成果，爭取及促進家長、市民和立法會議員的參

與和支持。  

5.  繼續為學校提供支援，包括安排諮詢教師、為新加入計劃的外籍英語教師舉辦入

職課程、為所有英語教師舉行專業發展工作坊，以及因應新需求發展課程。  

6.  繼續與外籍英語教師組織保持溝通，請其就外籍英語教師事宜及可行解決方案提

出意見。  

7.  繼續監察和評估「小學外籍英語教師計劃」的成效，包括每隔六至八年的正式評

估及按年的非正式評估。  

8.  繼續檢視和修訂工作調配指引，供學校參閱。  

9.  繼續鼓勵英文科教師聚焦於學生英語和學習的需要，以及教師的持續課程調適和

專業發展。  

 


